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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绿化植物养护管理
田 静

（河北省洪崖山国有林场，河北 易县 074200）
摘 要：文章提出了乔木类、灌木类、篱类、地被类等四类养护管理标准；从浇水、修剪、施肥、有害生物防治、松土除草等五个方面的

养护提出了详细的养护实施要点，为公路绿化植物的养护管理提供良好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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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养护标准
1.1 乔木类养护管理标准
长势良好，树冠完整不偏冠；枝干健壮，无枯死枝杈，枝条分布均

匀，内膛不杂乱；叶色正常，不黄叶；无病虫害，无寄生植物；修剪合
理，无冗长徒长枝，无病残枝；剪口平滑无劈裂，2cm以上截口处需涂
抹保护剂；行道树或列植树修剪高度保持一致，外缘线基本在一条直
线上，并与道路边缘相协调。

1.2 灌木类养护管理标准
生长旺盛，冠形饱满无空洞，株型丰满、美观，开花适时；叶色正

常，无黄叶枯枝；无病虫害，无寄生植物；开花期间花量、花色正常；修
剪合理，无冗长徒长枝，无病残枝，内膛不乱、通风透光。

1.3 篱类养护管理标准
线形流畅，无缺失及大面积死亡；绿篱色泽鲜亮，无病虫害；无白

色垃圾；修剪及时、适度；顶面平整，不同种类植物有明显分割线；边
缘处处理合理，分割线整齐，无裸露、缺株。

1.4 地被类养护管理标准
地被种类层次分明，物种清晰；无大面积死亡缺株；无杂草及入

侵植物；无明显病虫害；颜色鲜亮，开花适时。
2 关键养护环节实施要点
2.1 浇水
2.1.1 浇水时期
新植树木、花卉要浇好“三水”。栽后马上浇第一水，在新栽植 2d

后浇第二水，4-5d以后浇第三水。第三水能存在树池里，保证树木生
长。

2.1.2 浇水量
浇水量受不同的树种、土质、气候条件、植株所处的位置、定植年

份、生长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每次浇水都要浇足，切忌浇
表皮水和半截水。浇水量以达到土壤田间持水量的 60-80%为宜。

2.1.3 浇水方法
（1）人工、机械浇水：单株树木周围做高 20-25cm高的堰，大小

视树龄而定，一般直径为 90-120cm，丛植灌木、绿篱色带浇水需在边
界外做高 15-20cm的堰，浇水时必须灌满。
（2）喷灌：埋设灌溉管道并安装喷头进行绿地灌溉，喷头间距及

配置应根据现场情况而定。
（3）滴灌：是机械化和自动化相结合的先进灌溉技术，省水、方

便，是目前较先进的浇水方法，但现阶段在公路范围内很少应用。
2.2 修剪
2.2.1 修剪的时期
树木的整型修剪分为休眠期修剪和生长期修剪两个时期。休眠

期修剪是在树木落叶休眠后至翌年春天树液开始流动实施；生长期
修剪是在树木萌芽到新稍停止生长前实施，但修剪时期不能太迟。

2.2.2 修剪方法
乔木类，一般树冠采用自然式树型，保持主干高度和整体高度一

致，对主干和根部的萌蘖结合冬季修剪枯枝、病虫枝、细弱枝、多余枝
一并剪除；常绿树如松、柏类，除了对枯枝、病虫枝剪除外，一般不需
修剪；灌木类，可根据种类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整型修剪方式。

2.3 施肥
2.3.1 肥料种类及其特点
肥料按其化学成分分为 3类：无机肥料、有机肥和微生物肥，目

前公路绿化施肥主要以施用无机肥如复合肥为主。
2.3.2 施肥方式和时期
施肥方式一般分为施基肥和追肥两种。应遵循“基肥要早，追肥

要巧”的原则，一定要掌握好施肥时期，施肥的重点应在中央分隔带。
2.3.3 施肥方法和施肥量
（1）施肥方法。环状沟施：主要是在单株树下进行的，即在与树冠

外围垂直的地面上挖一环状沟，沟深 15-30cm，宽 20-30cm，将肥料
均匀撒在沟内填平踏实并及时浇水。

放射状沟施肥：是以树干为中心，向外挖 4-6条放射状逐渐加深
的沟。近树干处较浅，远离树干逐渐加深，至树冠投影处深达 40cm
以上，将肥料施于沟内，覆土踏实，施肥后要灌透水。

穴施：在树冠正投影下外缘挖数个坑，坑的直径 50-60cm，深
40cm以上，将肥料施于坑内覆土踏实，灌水后整平地面。

条沟施肥：多用于绿篱施肥，即在绿篱带下沿篱冠下层开沟，沟
深 15cm，宽 20-30cm，将肥料均匀撒在沟内填平踏实并及时浇水。

撒施：将肥料均匀地撒施于地表，然后翻耕入土或及时浇水；该
施肥方式适用于种植密度较大的苗木追肥，该法施肥量大，对全面改
善土壤肥力状况非常有益。

喷施：将肥料配制成一定浓度的溶液，喷洒于苗木叶片上，又称
为根外追肥；该法适用范围广，肥料用量少，见效快，利用率高，当作
物出现营养元素缺乏症状时，可用根外喷施方法纠正。
（2）施肥量。施肥量依不同树种、土壤肥力、肥料种类等不同而有

所差异。一般情况下根据乔灌木考虑施肥用量。
无机肥施用量：乔木一般控制在 1.0-2.0Kg/株，灌木及小规格乔

木可控制在 0.5-1.5Kg/株，地被 0.5Kg/m2左右。
有机肥施用量：乔木一般控制在 3.0-5.0Kg/株，灌木及小规格乔

木可控制在 2.0-3.0Kg/株，地被 1.0Kg/m2左右。
2.4 有害生物防治
2.4.1 防治原则
对绿化植物有害生物进行预防和防治，必须贯彻“预防为主、科

学防控、依法治理、促进健康”的基本原则。
2.4.2 防治技术方法
（1）加强植物检疫。采用各种检疫及其它措施，严禁危险性病虫

的输入、传出和传播，严格封锁和就地消灭新发现的新害虫和病害。
（2）园林技术防治。苗圃生产：第一要注意圃地选择，还要注意苗

木地下害虫和病原菌，必要时进行消毒处理；第二要注意选择无病虫
种子、插穗、插条、接穗等繁殖材料；第三要注意合理施肥和轮作；第
四，要加强苗木出圃检验，严禁带病虫苗木携出圃外。

选育抗病虫品种：应用植株的抗病虫性品种，可显著减少后期的
有害生物防治工作。

日常管理技术：合理抚育、清除带病虫枯枝落叶，刮除翘皮、扫除
落叶，可大量消灭越冬害虫和病原菌；加强水肥管理，增强树势，合理
修枝修剪；清除严重被害的有害生物树木，可防止其进一步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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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物防治法。主要是指以虫治虫，以微生物治虫，以鸟治虫、
以其它动物或植物来治虫等。
（4）物理机械防治法。应用简单工具以及现代的光、电、声、热、微

波、辐射等物理技术成就来防治有害生物，统称物理机械防治法。
a、捕杀或剪除：利用人力或简单器械捕杀有群集性或假死性的

害虫。
b、诱杀：利用害虫的趋性，人为设置其所好，诱集害虫加以消灭。
灯光诱杀：利用害虫的趋光性，用黑光灯诱虫，用来防治害虫效

果良好。
潜所诱杀：人工设置类似栖息环境可以诱集一些害虫，然后杀

灭。
c、阻隔：根据害虫的活动习性，人为设置障碍，防治幼虫或不善

飞行的成虫扩散、迁移效果良好。如塑料布阻隔松毛虫越冬后上树、
粘胶环草履蚧虫上树、春尺蠖雌成虫无翅，羽化后用塑料布阻隔。

d、高温的利用：主要用于种子有害生物。晒种、浸种都有杀病虫
作用。
（5）化学防治法。在现有的害虫防治方法中，化学防治是应用最

广、见效最快、经济效益较高的一种防治方法。
a、农药的使用方法。喷粉法：用喷雾器将粉剂农药均匀的喷撒在

目标物上。此法不需水、工效高、使用方便，但用药量大，易漂移污染
环境。喷雾法：用喷雾器将液体药剂均匀的喷洒在目标物上，此法用
药量少、漂移性小、药效高，但需要水、工效低。种苗浸渍法：苗木适当
浓度农药浸蘸，杀灭有害生物。熏蒸法：用能在常温下气化的药剂，蒸
发成气体毒杀有害生物。

b、合理使用农药。根据有害生物种类施药：不同昆虫对同一种药
剂毒力的反应是不同的，不同病原菌对同一种药剂敏感性也不同，合
理选择农药对有害物种防治非常重要。适时施药：一般害虫 3龄后耐
药性显著提高。而以初孵幼虫耐药性最低。选择害虫抵抗力较差时期
施药，能最大限度杀灭害虫。合理混用农药：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农
药混合使用，可以防治同时发生的害虫、病害或兼治杂草。但是农药
的混用，必须根据农药的理化性质、毒理、防治对象及混合后可能产

生的化学变化、对作物的影响等方面综合考虑。考虑对害虫天敌的安
全：避免化防对害虫天敌产生的不良影响，必须把化防与生防适当配
合，合理选择药剂的适当浓度和药量、适当的剂型、适当的施药方法
及适当的施药时间。避免对植物的药害：造成植物药害的原因主要
有：第一，各种不同植物、甚至不同品种，对农药的耐药性有很大差
异。第二，不恰当的施药量。第三，植物的不同发育阶段对农药有不同
反应。第四，气候条件。防止人畜中毒事故发生：在使用农药时，对于
防止农药中毒，一定要认真对待。防止对人畜中毒事故的发生。减少
或避免农药抗性：连续用一种农药，易使有害生物产生抗性，交替使
用可减少或避免抗性产生。

2.5 松土除草
土壤长时间不进行松土除草，因浇水、降雨以及行人走动或其它

原因，常导致植物根际土壤板结，影响植物生长。
2.5.1 松土除草的原则
松土除草一般在雨后或浇水后进行。松土深度要根据园林植物

根系的深浅来定，一般松土深度控制在 6-10cm，每年 1次，在盛夏秋
末前松土，并要坚持靠近植物主干宜浅，远离植物主干宜深的原则。
除草应遵循“除早、除小、除了”的原则。

2.5.2 除草时期
4月至 10月的生长旺季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进行松土除草。一般

20-30天 1次。雨量丰富、温度高的 6-8月份每月除草 2次，避免草
荒；其余月份，每月清除杂草 1次。

2.5.3 除草方法
小面积区域可人工除草，大面积区域采用化学除草，但应以人工

除草为主。除草深度以掌握在 3-5cm为宜，可将除下的枯草覆盖在
树干周围的土面上，以降低土壤辐射热，有较好的保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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